
《佛说稻秆经》 视频（9） 
 
我们所有烦恼的根源，最根本的烦恼就是三毒:贪嗔痴。 
痴就是无明、无知、愚昧 
消除无明：要用缘起学说。 
 
缘起非常重要。缘起学好了，就精通了佛教的世界观及人生

观。 
 
十二缘起： 
第五个：依名色诸根，名为六入 
 
根：眼耳鼻舌身，五个感官，佛教里面就讲五根。 
分别产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依名色诸根：依靠名和色，逐渐地成熟，最后形成了眼根、

耳根等。 
 
名色：生命成长的过程 
 
第六根：意根，我们的意识。 
意识的根：前一个意识决定后一个意识去思考什么事情。意

识可以去分析，然后判断、断定。 
 
名为六入： 
 



入：也叫“处”。比如视觉的来处是眼根。 
 
六入：生命的成熟。因为有了感官， 身体就比较成熟了。 
 
第六个：三法和合，名之为触。 
 
三法： 
1）外面的外境 
2）耳根 
3）听觉 
这三个东西和合的时候，外面有声音，耳根正常，然后产生

了听觉。 
 
触：不是身体的触觉。三个东西和合的时候的接触。 
 
第七个：觉受触者，名之为受。 
 
受：感受 
三种感受： 
1）痛苦 
2）快乐 
3）中性 
 
觉受触：接触东西产生了感受。比如对听到的声音产生了感

受。 
 



我们世俗人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这两个字：触和受。 
 
十二缘起法里面有两对因果： 
 
1）上一世无明和行是因；识、名色、六入、触、受是果。 
 
2）这一世爱、取、有是因，下一世生、老、死是果。 
 
十二缘起从第八个开始是下一世的因。 
 
第八个：于受贪着，名之为爱。 
 
于受贪着：因为感官的触产生了感受，如果是幸福快乐的感

受，我们的意识就特别地执着，这就是贪。如果是痛苦不快

乐的感受，我们希望尽快离开，这也是贪。 
 
受是上一世的果，现在我们对受开始产生了贪，然后就开始

创造下一世的因。 
 
如果不想有下一世的轮回，就在这个中间断掉 - 有了受，但

是没有贪。我们的意识不再去贪，就不再去创造新的因。 
 
有余阿罗汉：上一世的果成熟了，一个果成熟了以后就少一

个果，最后所有的业都成熟完以后，他没有造新的业，所以

他不会轮回。 
 



名之为爱：对好的东西产生拥有、不离开的这种爱。喜欢它

没有，喜欢远离它，也是一种爱。这个爱就是贪。 
 
第九个：增长爱者，名之为取。 
 
爱：心里喜欢而已，身体上、语言上还没有行动。 
 
取：爱没有控制住，让它增长起来，然后变成了实际行动。 
 
第十个：从取而生，能生业者，名之为有。 
 
有：轮回。佛教叫三有：三界 - 欲界、色界、无色界，整个

的轮回。 
 
因为有了取，所以就诞生了有。这里的“有”，具体准确说是

造业。善业和恶业的果叫作“有”。 
 
有是从取而生，然后能生业。 
 
十二缘起的第八、九、十的爱、取、有，是我们生活中的任

何一个事情都离不开的。这三个是我们现世当中完成的，但

是这三个是下一世主要的因。 
 
 
 
 



 
 
思考题： 
 
1) 为什么我们一辈子的奋斗都是为了“触” 和“受”？ 
  
2) 断除这一世的“爱” 就可以断除轮回吗？ 
 
3) 为什么爱、取、有是下一世轮回主要的因？ 
 
 
 
 
 
 
 
 
 


